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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淳 許今棟

參觀紅旗汽車展館
和紅旗繁榮工廠有感

沙縣小吃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一
抹紅色始終閃耀著獨特的光
芒，那就是紅旗汽車。2024
年10月14日，「海外媒體吉
林 行 」 一 行 走 進 「 長 春 一
氣」參觀紅旗汽車展館，當
我進入紅旗文化展館時，彷

彿踏上了一段穿越時空的旅程，領略著紅旗
汽車的傳奇魅力，映入眼簾的一輛輛紅旗經
典轎車，它們如同歲月的見證者，訴說著中
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歷程。展館裡的一輛輛紅
旗汽車雖然安靜地陳列著，卻散發著強大的
氣場，它們有的造型古樸典雅，承載著過去
歲月的厚重；有的則充滿現代科技感，展現
著紅旗汽車在新時代的科技創新與智能化領
域的技術突破，看著這些精美的汽車，我不
禁為紅旗汽車的歷史所震撼，從誕生之日
起，紅旗汽車就肩負著國家的使命和民族的
期望，它見證了中國汽車工業從無到有、從
弱到強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
生動縮影。

參觀紅旗文化展館，不僅是一次對中
國汽車製造的歷史回顧，更是一次深刻的民
族品牌文化體驗，展館裡陳列的紅旗系列車
型，不僅展示了中國汽車工業的起點，也見
證了技術的迭代和創新，紅旗品牌的歷史不
僅僅是汽車的發展史，更是新中國工業化進
程中的一個重要篇章，每一款車型都承載著
時代的印記，反映出中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
工業成就和技術革新。

紅旗汽車不僅僅是交通工具，更是國
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體現，從國家領導人的

座駕到重大國事活動的檢閱車，紅旗汽車承
載了國家的榮耀與尊嚴。參觀紅旗汽車文化
展館，讓我深刻感受到一個民族品牌如何在
挑戰中成長，如何在變革中重新定義民族品
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

接著我們繼續參觀紅旗繁榮工廠，懷
著滿心的期待與敬仰，我們踏入這座充滿現
代氣息與創新活力的汽車製造聖地。一進入
工廠，那種宏大的規模和先進的設施讓人無
比震撼，寬敞明亮的車間裡，高度自動化的
生產線如同一部精密的交響曲在有序地演奏
著，機器人靈活地舞動著機械臂，精準地完
成著每一個組裝步驟，它們的高效與精準讓
人驚歎科技的力量，這裡匯聚了先進的技術
和理念，不斷推動著紅旗汽車在科技領域的
突破。

無論是智能駕駛技術的應用，還是新
能源汽車的研發，紅旗都在積極探索，為中
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樹立了榜樣。這次參觀讓
我對紅旗汽車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也讓
我對中國汽車工業未來的發展充滿了信心。
我相信，在紅旗繁榮工廠這樣的先進製造基
地的支撐下，紅旗汽車必將在世界汽車舞台
上綻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參觀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了紅旗
品牌所承載的歷史使命和民族情懷，紅旗汽
車作為中國汽車工業的代表，見證了國家科
技的發展和民族工業的復興，紅旗汽車不僅
是一輛車，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激勵著中
華兒女不斷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而奮鬥。

2024年10月14日

你走遍中國的每一個角
落，都會看到許多「沙縣小
吃」的招牌，由首都北京到
偏僻小村都會發現它，多年
前回到家鄉檀林村，晉江的
一個小村落，也有一家「沙
縣小吃」的小店，雖然燈火

暗淡，卻給村人帶來適口的小食，我和兒
子在這裏以極便宜的價錢吃了水餃和另一
些沙縣食品。

年前的一個冬天我和孩子遊北京，竟
然發現許多人印象中是山村食品的「沙縣
小吃」招牌，小店竟然進駐京城！

你或者說，北方人的飲食比較不講
究，所以「沙縣小吃」能穿門過戶受到北
京居民歡迎，但當你來到識飲識食，口嘴
刁鑽的廣州及廣東城鄉，「沙縣小吃」
一樣遍地開花，無所不在，被譽「食在
廣州」的廣州酒家的鄰近也有「沙縣小
吃」，可見大群的小蜂可以比拼巨象。

幾經轉接，我和孩子先到泉州，翌日
再轉搭往三明北站的高鐵，住進沙縣沙街
的旅店，沙街被介紹是「沙縣小吃」的發
源地，街上有一家小吃店，據說是「沙縣
小吃」第一家，現在沙街上也有比第一家
更優化的數十家。

「沙縣小吃」能在全國風行，主要在
於價廉美味，用料易得，多為當地農民順
手可及的材料，因沙縣地處山區，住民以
綠色植物為食，「沙縣小吃」也以菜蔬為
首選材料，配以小量肉類，魚蟹少用。它
源於福建省三明市沙縣，有人說：「.......是
具有沙縣當地特色的一系列小吃的總稱，
屬於閩菜的一種，是中式小吃一個重要分
支，並成了廉價小吃的一個代稱。」

分散於全國各地的「沙縣小吃」店，
以裝修簡單，招牌樸素予人印象，但沙縣
當地的「沙縣小吃」餐館都古色古香，裝
修優雅，我們幫襯的是第一家「沙縣小
吃」，並不標出「沙縣小吃」的招牌，因
為它就是位於沙縣的小食館，就像你到楊
州想吃「楊州炒飯」，祇要告訴招待員
「來一碟炒飯」，無需說「來一碟楊州炒
飯」。我們幫襯的餐館菜味簡單，但許多
小吃已被優化，材料也較全國各地的同款
小點用材充實。

我們幫襯的一家「沙縣小吃」店有
四、五十個座位，但祇有兩個招待員，而
其中一個招待員還兼責司廚，眼捷手快，
如在其他鎮市是難以做到的，這也是沙縣
人的特色。

「沙縣小吃」小店數量之多十分驚
人，有統計說超過八萬八千家，比國際名
牌麥當勞還要多，但沒有統一管理和統一
規範，準經營人在沙縣本土經簡單培訓
後，便帶著不多的本錢起行各地，租個小
店舖做起生意，裝修和椅桌簡單粗糙，不
能跟著時代改善，顧客局限於消費力較低
階層，如不進行統一規範，祇會走向衰
落，令人為它擔憂。

香港有幾家掛著「沙縣小吃」招牌的
餐館，但賣的不是「羊肉」。

你想成為「沙縣小吃」一員，不難，
沙街有一個「沙縣小吃培訓總部」，教你
廚藝、帶你入行。

午後我們在沙街鄰近行走，發現沙
縣的另一個特色是宗教寺院很多，由佛、
道及民間神靈寺廟，甚至天主教堂都有，
老輩沙縣人見廟便拜，見神便求，心善樸
素。在沙縣街道走動，許多寺廟有廟沒人
拜，天主教堂煥然如新，卻門可羅雀，龐
大的城隍廟祇有三兩香客。抵沙次日，我
們登上淘金山，觀看世界上最巨型的石雕
臥佛，祂已臥睡金山千年。

沙縣地處山區偏僻地域，卻深受閩
南及客家文化影響，千百年來文人名士輩
出，歷代有許多文人墨客出於此地，或曾
在沙謀事。熟悉唐詩的人大都知道韓偓，
然而韓偓曾隱居沙縣的一段史實卻少為人
知。沙縣曾被譽為「閩南文化的搖籃」。
山上人文景觀豐富，有宋朝宰相李綱、大
理學家羅從彥、農民起義軍首領鄧茂七等
人在沙縣留下的足跡。

沙縣給人另一感覺是山區山城，自
古以來是閩南通往西北江西縣市的必經之
地，現今的山城有許多外來遊客，星級和
高尚酒店也有不少，近代由國外輸入的比
薩店及咖啡館也得沙縣人受落，其他在熱
鬧城鎮盛行的外地、外國餐食罕有見到，
在沙街見有掛著「新疆烤肉」的小店，卻
不開門營業，可能已經結業，外來飲食不
易在老虎頭上拔毛。

沙縣有獨特戲種「肩膀戲」，創始
於清末，很有特色，特點是演出不受地點
限制，街頭巷尾、田頭或台上台下都可用
以娛人。沙縣「蓋竹小腔戲」也是當地特
色戲劇的一種。沙縣高橋鎮「舞香龍」也
是獨特的沙縣民間傳統，每逢新春佳節，
青壯年擡著香龍在鄉裏舞動，接受族人和
鄉鄰祈福，元宵夜晚時分村民便會點燃香
龍，投入河中，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五谷豐收。

王強

福建炒飯與福建炒麵的故事：
家的味道與文化適應力的象徵

福建炒飯和福建炒麵這
兩道風味獨特的美食，擁有
著深厚的地域色彩與強烈的
情感共鳴。它們的背後，不
僅蘊含著福建人在全球遷徙
中的適應與創新精神，更流
露出濃厚的故鄉情結。尤其

在廣東及東南亞地區，這些帶有「福建」特
色的美食，不僅深受當地人的喜愛，更是福
建遊子對故鄉無盡思念與不屈精神的象徵。

「吃福建人」的趣談起源
下南洋到東南亞的漳泉兩地閩南人，

相對於廣東潮汕等地移民，自稱福建人，久
而久之，福建人就成為閩南人在海外的代名
詞。

閩粵一家親，坊間還流傳著一個幽默
的說法：「吃福建人」。其實，這內涵梗源
於福建人好請客吃飯，而且福建炒飯和福建
炒麵的英文名字「Fried Hokkien」，字面意
思就是「福建炒」，從而衍生出「吃福建
人」這樣的趣談。

實際上，這是廣東人對福建人好客熱
情的一種戲謔表達——福建人常請朋友吃
飯，廣東人便打趣說「吃福建人」，意指享
用福建人招待的福建炒飯或炒麵。福建人的
好客與對美食的熱愛，由此可見一斑。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閩南風味
福建炒麵和福建炒飯並非起源於當今

的福建，而是隨著福建移民的足跡，在東
南亞等地逐漸興盛起來。福建人因海上絲綢
之路而四處遷徙，將中原的飲食文化帶至海
外，並在不同地域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美食
變體。

在馬來西亞，這道料理被稱為「福建
麵」或「福建炒」，而在新加坡，則有「泉
州炒米粉」等美食，這些都是閩南人記憶與
適應環境的產物。

福建炒麵的東南亞傳奇
福建炒麵的故事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

的吉隆坡。當時，早期的福建移民為了適應
南洋炎熱潮澀的氣候，在傳統的麵條中加入
黑醬油、比目魚粉、辣椒醬等當地調料，創
造出風味獨特的福建炒麵。這道美食最初是
由吉隆坡茨廠街附近的一位名叫王金蓮的福

建籍移民推出的。
他以故鄉泉州的風味為基礎，經過改

良形成了更符合當地人口味的美食。如今，
這道麵食早已成為吉隆坡華人社區的經典小
吃，深受福建人、廣東人及其他民族的喜
愛。

月光所照即故鄉：
福建麵/飯的漂泊傳奇
對於許多遠赴他鄉的福建人而言，福

建炒麵/飯是一碗充滿鄉愁的美食。它帶著
家的味道，融入了故土的記憶。與傳統炒麵
/飯不同，福建麵/飯在製作過程中融合了各
地的口味，逐漸演變為符合當地人喜好的美
食。

因此，每個地區的福建炒麵/飯都擁有
獨特風味，但其中都蘊含著家鄉的影子。尤
其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福建麵/飯不
僅是填飽肚子的食物，更是維繫華人社區歸
屬感的紐帶，象徵著華人漂泊異鄉後不變的
故土情懷。

適應與創新：福建美食的獨特魅力
無論是福建炒飯還是福建炒麵，這些

美食之所以在東南亞各地廣受歡迎，離不開
福建人對當地環境的適應與創新能力。他們
在保持傳統的同時融入新元素，創造出獨一
無二的美食文化。福建美食，帶著獨特的閩
南風味，隨著移民的足跡遍佈全球。它不僅
反映了福建人堅韌、樂觀、包容的特質，更
展現了他們在異國他鄉如何以美食為橋樑，
傳遞與延續閩南文化。

家的味道，故土的牽繫
福建炒飯和福建炒麵不僅是味蕾上的

享受，更是福建遊子對故土的深深牽掛。
閩南人以「福建人不怕廣東人吃」這句幽默
的話語，表達對福建人好客熱情的認可與喜
愛。通過這些美食，他們找到了家的味道，
也讓故鄉的記憶在每一口食物中鮮活起來。

福建美食所承載的，不僅是人們對美
味的追求，更是一段段文化與情感的跨國傳
承。福建炒飯與福建炒麵，承載著遊子對家
鄉的無限眷戀，也記錄著他們頑強的適應力
與創新精神。每一道菜，都將家鄉的味道帶
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讓人們在異鄉依然能
感受到那份熟悉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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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彥豪

楊氏家風世代傳承
翻 開 厚 厚 的 族 譜 ， 楊

氏家族世代恪守家風家訓，
將忠孝勤儉、禮義廉恥視為
人生準則：忠，上而事君，
下而交友，此心不虧，終能
長久；孝，敬父如天，敬母
如地，汝之子孫，亦復如

是；亦指清廉的節操。勤，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儉，量其
所入，度其所出，若不節用，俯仰何益。
禮，定貴賤尊卑，義，為行動準繩，廉，
為廉潔方正，恥，為有知恥之心。族人均
以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為人處世之道。

自此，子孫後代，人才輩出，燦若
繁星。除帝王之外，楊氏最顯赫的應數秦
漢時期四世三公的楊震家族和北宋楊家將
了。

最值得頌揚的，是宋代楊家將精忠報
國。楊業(？一986)初名重貴，又名繼業，
又稱楊老令公。世為麟州(治今陝西神木北)
土豪，善騎射，初事北漢劉崇，賜姓劉。
任建雄軍節度使，守衛北方，屢立戰功，
號稱「無敵」。劉崇歸宋後，複姓楊，單
名業，任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部署，曾
在雁門關大破契丹兵。後因孤軍奮戰，重
傷被俘，絕食而死。

楊老令公的六子楊延昭(958一1014)，
年輕時隨父出征，常為先鋒。後在河北任
緣邊都巡檢使、高陽關副都部署等職。守
邊二十餘年，號令嚴明，屢破契丹軍，契
丹畏懼，呼為楊六郎。

楊老令公的孫子楊文廣(？一1074)字仲
容。楊延昭子，三代屬北宋名將。曾隨狄
青至南方，為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神
宗熙寧元年(1068年)，在西北為秦鳳副都總
管，築篳篥城(今甘肅武山甘谷)，擊退來犯
的夏軍。歷官定州路副都總管、步軍都虞
侯。遼人爭議代州地界，他獻陣圖與取幽
燕策，不久病逝。

若論精忠報國的，還有清朝著名愛國
將領。楊遇春（1761—1837），字時齋，
四川崇慶（今崇州市）人。楊遇春戎馬一
生，南征北戰，每遇軍務，無不從伍馳
驅，一生經歷大小戰鬥數百次。1837年，楊
遇春病逝于成都，終年77歲。後移葬崇州
市「娘娘崗」祖塋。逝世後，道光皇帝追
贈「太子太傅」銜，照兵部尚書賜恤，入
祀賢良祠，謚號「忠武」，
故後世又稱其為「楊忠武
侯」。

俗話說，像鳥相助，
孝感動天。當數晉朝孝女楊
香，她扼虎救父，孝心所
至，生死相隨！楊豐的女兒
楊香，時年十四歲隨父親到
田間割稻，忽然跑來了一隻
猛虎，速將其父撲倒、叼
走，楊香手無寸鐵，無所顧
忌，急忙跳上前拼盡全身氣
力，扼住老虎的咽喉，逼得
猛虎終于鬆口，放下其父而
跑掉了。

不過，宦海沉浮，人
生輾轉。居官之所恃者，

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歷代為官清
正廉潔的五位清官「故吏之金」之一，楊
震(？一124)東漢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
字伯起。少好學，博覽群經，當時稱為
「關西孔子楊伯起」。歷任荊州刺史、涿
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職。性公廉，不受
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為東萊太守，道
經昌邑，邑令王密是以前被楊震舉薦的茂
才，夜懷金十斤以贈楊震。楊震曰：「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曰：
「夜無知者。」楊震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懷愧而
出。

人若具有風骨與氣節，于民族文化鼓
蕩奮拔、硬朗彌堅；于國家無堅不摧、磅
礡大氣。楊儒(？一1902)清末外交官。字
子通，號退庵。奉天鐵嶺人，屬漢軍正紅
旗。同治舉人。光緒十四年(1888年)出任常
鎮道。後歷任溫處道、徽寧池太道。1892年
以四品卿任出使美西秘三國大臣。1896年轉
任出使俄奧荷三國大臣。1898年任工部右侍
郎。次年被任命為全權大臣與俄談判交涉
收回東三省問題。沙皇政府要清朝將東三
省政權、兵權、財權讓予俄國，他不顧強
敵威脅利誘，拒絕在賣國條約上簽字。1902
年病逝于聖彼得堡任所。遺著有《楊儒庚
辛存稿》。

平心而論。在歷史的長河中，時代名
人因成就、言行等相一致的即名人的並稱
有：「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
駱(賓王)，皆初唐著名詩人；有唐代號「楊
穆許李」，憑重交遊，尚氣節然諾，相友
善，一時歆慕而號稱即楊憑、穆質、許孟
容及李鄘；南宋四大家、四大詩家、中興
四大家即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
(游)。宋代溫陵(泉州)三大老：楊炳(字若
晦，淳熙二年即1175年進士)、傅伯成(隆興
元年進士)、李訦(祖父資政殿學士李邴)。中
華民族人才濟濟，名下無虛，人之翹楚、
國之棟樑者，楊氏家族真是舉不勝舉。

都說什麼花結什麼果，這是自然規
律，也是人類的成長歷程。一個家族的興
盛衰退，看看這家族家譜的家風家訓是什
麼？不就心知肚明了。所以說，好家風好
家訓是一個家族的靈魂和精髓，它代表著
家族的精神品質和文化傳承，卻是不容置
疑。


